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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现在时局混乱，民不聊生，中国的孩子
要多读书，中国才能先知先觉，中国才有希
望！”近一个世纪前，在重庆安居古镇，一位爱
国人士对当时还是书店学徒的银春田留下了
这句嘱托。

这颗种子就此种下。
1943年，银春田创办先知书屋，为读者

点燃一束通往知识与理想的光。
岁月流逝，历经三代人的经营和坚守，先

知书社实现完美转身，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
家经官方认定的民营实体书店“老字号”。

光影交辉中的文脉赓续

6月23日，记者走进铜梁吾悦广场的先
知书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句镌刻在墙上
的朱自清名言：“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
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抬头望去，天花板由放大的胶片灯带装
饰，门口陈列架上空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老式
照相机模型，四周墙壁则挂满了书店现任“掌
门人”银代明游历时拍摄的风景与人物肖像。

这里不像一家传统书店，更像一个艺术
馆。

“我想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的展示，给看
书、买书的人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银代明
说，这种将个人审美与公共空间融合的巧思，
正是书店“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经营理念的生
动体现。

爱国人士的那句嘱托，是先知书社流进
血液的文化使命。

“我爷爷把那句话记了一辈子。”银代明
眼中满是敬意。

上世纪40年代，先知书屋售卖过《新华
日报》《救亡日报》，还大量出售《文天祥》《岳

飞》等爱国主义的小人书，并让当地人免费在
店看书，成为铜梁县城青少年关心时事的一
方天地。

书店第二代传承人银万祥从小就在书店
长大，后来接手，苦心经营。而后，随着公私
合营，书店被迫关门。

历经时代变迁，1982年，改革开放春风
吹遍大地，被压抑的求知欲井喷式爆发。银
代明与妻子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决定把先
知书屋的老招牌重新立起来。

“最开始就是两条板凳，一条竹栅栏，在巷
子口支起个摊儿，打着一块‘先知书社’小木
牌。”银代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那是一个对
知识无比狂热的年代，小书摊以旧书为主，总
是围满了人。”

斜阳下，孩子们攥着汗湿的零钱，小心翼
翼地翻看起了毛边的小人书；情侣们习惯在
书摊前碰头，把一块看书当约会；甚至有读者
为了一本刚到的好书争得面红耳赤。

虽然只是一个小摊，但银代明从来都是
明码标价，也从不以次充好，有问题包退包
换，先知书社口碑极佳，老读者众多。

爷爷和父母经常告诫银代明，做人做事必
须“正”。对银代明而言，先知书屋的“正”，在于
一以贯之的文化初心。

“书给我们全家带来的价值是不可估量

的，”银代明感慨道，“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性格比较坚韧，觉得
无论做什么事，坚持就一定能成功，所以书店
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这是城市人文内涵的一
处投影，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标记。”

市场风暴中的淬火重生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与许多书店一样，
先知书屋也出现经营困难。

“我把书摊暂时交给老婆打理，自己跑到
市区去开出租车。”谈起那段经历，他语气里没
有丝毫的窘迫，反而透着一股果决，“我当时就
想，守在摊子上是等死，我得出去跑，去听，去
看，去找出路！”

正是开出租车的经历，让他在与天南海
北乘客的交流中，敏锐地发现了明信片、明星
海报等新商机，并找到了全国书商的订货渠
道，成功引流，焕发了新的生机。他扩大了门
面，店名也改成了“先知书社”。

进入21世纪，一场更大的生存危机呼啸
而至。

电商平台崛起，以颠覆性的低价策略，发
起了残酷的价格战。城市商业租金持续飙
升，许多独立书店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数字
阅读的普及，不少读者放下纸质书，转向屏

幕。
近些年，光合作用、第三极书局等一批行

业标杆相继倒下，全国倒闭的民营书店数以
万计。

2003年，银代明再次展现出与时俱进的
商业嗅觉。他通过细致的市场分析，判断出
教辅市场的巨大潜力。

“我发现80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特别上
心，教辅和儿童文学的需求非常大。”他当机立
断，将经营重心向中小学生倾斜，同时将书社
扩大至200平方米。

这一决策，不仅让书社在残酷的竞争中
站稳了脚跟，也开启了书社长达二十年的慈
善捐赠之路，每年面向偏远地区学子捐款捐
书，至今已累计捐赠书籍万余册，捐款四十余
万元。

多元探索中的价值重塑

精准的市场定位，让先知书社在此前数
次“行业洗牌”中得以幸存。然而，先知书社
的转型之路并没有停止。

2021年，银代明斥资百万元，在铜梁核
心商圈的吾悦广场开了第二家店。这家新店
以“摄影”为主题，有咖啡厅、儿童绘本馆，还
提供线上租借和免费配送服务，打造成融合
了阅读、美学、社交与个人情怀的“第三空
间”。

店内有面巨大的留言墙，贴满了五彩斑
斓的便签，写着祝福、感悟与希望。“看到这
些，我觉得自己的书店承载了很多人的寄托，
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必须坚
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理由。”他说。

对于老店，银代明的规划更为大胆。“我
想把老店做成纯粹的文化体验空间。”他描述
着未来的蓝图，“我会引入老式相机和胶片冲
印业务，做一个摄影体验馆。还要搞AI自习
室，利用出版商的网络教辅平台和智能设备，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智能辅导。我们还要回
归租书的传统，再嫁接一些其他老字号品牌，
比如提供传统小吃，让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
文化与社交空间。”

从“书店+咖啡+文创”的美学空间，到
“书店+科技+社群”的深度体验，先知书社的
探索，为实体书店的转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
参照。银代明说，“守正创新”并不是抛弃传
统，而是用当代的语汇和技术，重新激活老字
号的文化内核，让它以一种更具活力、更贴近
人心的姿态，融入新的时代。

创办于1943年，目前全国民营实体书店唯一“老字号”

先知书社守正创新淬火重生
老字号新故事③
守正创新并不是抛弃传统，

而是用当代的语汇和技术，重

新激活老字号的文化内核，让它以一种

更具活力、更贴近人心的姿态，融入新的

时代。

——先知书社现任“掌门人”银代明

“

先知书社有一面墙贴满了读者的留言，银代明经常去翻看。
记者 白麟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1939年7月出生的王文栋，是南岸区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的一名退休干部。这位充满活力的老人，退休后立
志用演讲服务群众帮助他人。20年来，他义务传播“笑
文化”和党的创新理论，大家都叫他“王笑长”。近日，
2025年首次“中国好人榜”发布，王文栋荣获“助人为
乐”中国好人。

参加工作时，王文栋就以出色的表达能力为人称
道。退休后有了更多闲暇时光，他便琢磨起如何继续为
群众服务。62岁那年，王文栋走进重庆师范大学进修学
习，同年获得高级心理咨询师和优秀演讲师资格，成为
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会员、中国演讲口才网资深讲师。

2004年，王文栋在重庆文化宫参加了一场演讲比
赛，他新颖的演讲形式和风趣的演讲内容多次引得现场
观众捧腹大笑，一跃成为重庆“领笑人”，也开启了往后
20年的“笑文化”传播之路。

王文栋积攒了20多本演讲笔记本。“与时俱进，终
身好学；积极人生，做事执着；阳光心态，健康快乐；理想
信念，精神寄托。”这是他自编的重庆话顺口溜。每次演
讲前，他总会反复演练，力求达到最好效果。如今85岁
的他已完成2300多场演讲，听众超过22万人。

除了开展健康讲座，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
老党员，王文栋还经常进行党的理论宣讲。每年夏天，
他都会到丰都县太平坝乡避暑，在那里为乡里的老人开
展专题宣讲。王文栋说，自己既然选择用演讲服务群
众，就要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到千家万户。他每天坚持
看新闻联播，自费订阅党报，关注时事，学习最时髦的网
络语言。王文栋说：“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

在重庆红十字会一次遗体捐献宣传活动中，王文栋
毫不犹豫地填写了捐献申请登记表，成为重庆市第741
号遗体捐赠者。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做，他笑着回答：“家
人免得受累，节约丧事经费，有益和谐社会。”

“用健康美丽自己，用学习提升自己，用大爱充实自
己，用奉献要求自己。”20年来，王文栋是这样说的，更是
这样做的，他表示，今后仍将发挥余热，传播健康火种，

“笑”对人生，与大家共同奔赴更健康更美好的未来。

“王笑长”传播健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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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邱小雅

从公司步行10分钟到南川北站，15分
钟车程抵达重庆东站，再步行10分钟就能回
到茶园的家——7月1日，渝厦高铁重庆至黔
江段才通车几天，魏九波就已勾勒出了自己
未来的工作生活日常。

魏九波的工作单位，是重庆市超群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超群工业），位于南川工
业园区龙岩组团。南川是国家高速路网的
重要枢纽，包茂高速、银百高速在此交汇，但
在迈入高铁时代时，却“慢了一步”。过去，
魏九波要回家，只能走高速，车程大概1个小
时。

如今，南川终于通了高铁，不仅“魏九波
们”的通勤效率大大提升，对于南川这座城
市而言，也站上了区域经济腾飞的新起点。

一条铁轨，让人才输出地变身
人才蓄水池

超群工业的主营业务，是汽车轮毂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为阿维塔、北汽等
新能源汽车品牌提供配套，年产值超亿元。

企业要进一步发展，人才、资本、信息
等，缺一不可。不过，在高铁通车之前，要及
时且高效集聚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容易。

超群工业董事长助理江红讲了一个故
事。2023年初，他们计划引进一位上海交通
大学材料学博士，专攻高强度铝合金轮毂的
轻量化优化。人来了，谈得很不错，也初步
达成了协议。

但最终，这位博士还是选择了一家苏州
企业。江红后来得知，他爽约的理由，是交
通不便，从南川至上海，高铁需中转重庆，全
程近8小时。

“交通就像人才流动的毛细血管。交通
不通畅，再好的平台也会失去吸引力。”江红
感慨。

超群工业的遭遇，并非个例。南川区经
信委副主任陈云霞透露，此前，南川超3成创
新型企业在引进高端人才时，都面临过类似
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而随着高铁正式通车，原本偏居一隅的
南川工业园区龙岩组团，立马跃入“高铁经

济圈”。就拿超群工业来说，从办公楼落地
窗望出去，就能看到呼啸而过的高铁列车。
从这里出发，15分钟直达重庆中心城区，4个
小时直达长沙。交通条件改善，对人才吸引
力的提升，可谓是立竿见影——今年夏季招
聘中，超群工业成功引进了多位来自长沙、
福建的工程师。

而就整个南川工业园区龙岩组团而
言，高铁的通车，不仅有力促进了要素集
聚，还加速了产业升级。比如，投资逾7亿
元的现代智慧科技产业园即将竣工，六栋
现代化办公楼将在10月投入使用。这座

“园中园”，承接的是数字产业，目前园区超
三分之一面积已经完成招租。“高铁通了，
南川和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极大缩短，企
业愿意来南川投资，人才也愿意来南川工
作。”陈云霞说。

南川工业园区的另一个组团——水江，
同样享受到了“高铁红利”。南川是这条高
铁线路目前唯一设了两个站的重庆区县，除
了南川北站，另一个就设立在水江。

据了解，作为重庆八大化工园区之一，
南川水江化工产业园虽被众多化工企业视
为“潜力股”，却长期面临企业数量有限、产
业集群效应不足的困境。

2024年年初，宁夏能源巨头瑞科集团来
水江考察，打算投资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及
高品质润滑油研发生产一体化项目。但签
协议前，他们迟疑了。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专家往来不便。”瑞
科集团负责人的这句话，至今仍保存在陈云
霞的微信里。“如果放在过去，这样的问题确
实无解。但水江高铁站的设立，瞬间改变了
局面。”陈云霞告诉记者，水江西站就在水江
工业园区旁，步行距离不超过10分钟，从重
庆中心城区过来只需要20分钟，能很好地解
决专家驻场的交通便利性问题。

当年5月，瑞科集团就带着航空燃油及
高品质润滑油项目正式落户水江工业园区。

“过去我们带着优惠政策上门找企业，
经常都卡在‘最后一公里’，而今年已有不少
企业主动来谈入驻，一条铁轨，让南川从人
才输出地变成了人才蓄水池。”陈云霞翻开
招商日志，记者看到，最新一页记录着某全
球500强配件商的考察日程。

坐高铁去金佛山，车程从90分
钟缩短至50分钟内

“渝厦高铁开通后，茶园20分钟直达
南川。”听闻这则消息后，家住南岸区茶园
的徒步爱好者罗觅，第一时间在闺蜜群发
起邀约：早上在茶园吃完小面出发，中午就
能在金佛山徒步，下午还能赶回城里吃火
锅。

一直以来，旅游资源都是南川发展的一
张“王牌”——拥有金佛山、山王坪、神龙峡、
黎香湖等众多优质文旅资源。然而，过去游
客前往这些景点，要么乘坐旅游包车，辗转
颠簸，要么选择自驾，舟车劳顿不说，甚至还
可能找不到停车位。2023年夏季，周末在金
佛山、“178”沿线停车经常“一位难求”。

“高铁通车后，游客的选择会极大丰富，
时间也将大幅缩短。”南川区交通运输委道
路运输管理中心主任郑林波算了一笔“时间
账”：过去从中心城区自驾到金佛山景区，平
均需要90分钟；而高铁开通后，从重庆东站
到南川北站仅需15分钟，加上旅游直通车的
接驳时间，全程不超过50分钟。

为迎接高铁开通，当地在南川北站出站
口设立了旅游集散中心。游客从这里乘坐
旅游直通车，半小时就能直达金佛山西、金
佛山北、神龙峡，实现高铁与景区的无缝衔
接。同时，南川还推出了高铁开通文旅惠民
福利：今年11月30日前，游客本人凭南川、
水江站高铁票可免金佛山景区（不含南门）、
神龙峡景区等景区的门票。

“我们预计高铁开通后，南川将迎来游
客量井喷，尤其是张家界、长沙等地的客源
有望大幅增长。”南川区文化旅游委宣传营
销科相关人员介绍，为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他们正积极筹备金佛山国际旅游文化节，引
进实施天星小镇“漫漂+夜游慢享”项目，还
将在南川城区规划打造“烟火南川·烧烤之
都”为主题的烧烤聚集区。

高铁带来的丰沛客流，将让更多的当地
居民吃上“旅游饭”。

金佛山东麓的大有镇水源村，处在“大
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线路的核心位置。该
村8处闲置房屋，目前已经有5处被盘活，专
门用来建民宿酒店、餐饮等。

“荣芳草堂”，便是其中一处。“为了迎接
高铁到来，今年我们对民宿内部设施进行了
升级，还计划推出露天电影、亲近自然等娱

乐活动，同时还与附近景区联动，推出高铁+
景区+民宿的套餐优惠。”这家民宿的经营者
陈霞本说，预计今夏民宿的客流将同比增长
4成。

以高铁车站为原点重塑城市
空间格局

最近这段时间，家住南川龙济花园的退
休教师老李，几乎每天都要到南川北站走走
看看。透过延伸的铁轨，他眺望到一种全新
的生活。

“我儿子在渝北工作，以前回来一趟，路
上得两个小时，遇上堵车就没谱了。现在高
铁通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老李的脸上，
是藏不住的笑意。

老李的笑容，浓缩着南川人对这条高铁
的期盼。

“高铁对南川的影响，用‘脱胎换骨’来
形容都不为过。”南川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廖建兵说，它不仅新增了一条对外通道，更
重塑了南川的城市空间格局。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川正以南川北站
为核心，完善布局“枢纽+”交通网络。例如，
在南川北站周边，不仅有承载产业未来的智
慧产业园，还规划了高品质的住宅小区、大
型购物中心和医院。

又如，今年9月，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南川校区即将投用，为打造高效便捷的交通
网络，南川推出了“高铁+公交”联运体系。
新开通的108路公交专线连接高铁站与高校
区，途经万达广场、客运西站等交通节点。

“我们承诺‘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班’，确保
无缝衔接。”郑林波介绍，目前全区72辆公交
车已全部纳入该体系。

为让乡镇居民共享“高铁红利”，南川还
推出摆渡换乘模式，以南川北站为中心，客
运中心站和西站为端点，形成“一大两小”联
运格局。“就像接力赛，摆渡车会根据高铁班
次滚动发车。”郑林波透露，目前城区至南
平、大观、水江等方向的40余辆客车已纳入
该体系。

水江镇的何胜峰大爷过去到重庆主城
看病要折腾大半天，现在坐摆渡车转高铁，
一个小时就能到达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

“真是太方便了！”说话间，老人的目光不自
觉地望向水江站站台上的列车时刻表。那
里显示的不只是发车时间，更是一个城市的
崭新未来。

留得住人才和企业 城市发展空间拓展

高铁“呼啸”南川驶上发展快车道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儿子，你登上‘中国好人榜’了，爸爸为你自豪！”6
月29日下午，2025年见义勇为“中国好人”向绍彬的父
亲向启文看着儿子的照片，嘴里喃喃着。

向绍彬生前是重庆市巫山县两坪乡华家村村民，在
广东省开平市TOP空间站当保安员。他奋力一跃舍己
救人的故事，在家乡口口相传，感动着每一个聆听者。

时间倒回到2024年8月31日凌晨4时许，向绍彬上
完夜班走出公司大门，发现两名女孩蹲在路边哭，他主动
上前询问情况。两人说，朋友小平（化名）因感情问题欲
轻生，在开平市城市广场附近打电话与她们告别，随时可
能跳江。

“不用慌，我陪你们一起过去劝阻她。”向绍彬说。
当3人赶到事发地时，小平正坐在大桥护栏外哭泣，

身旁站着一名男性朋友周某。大家试图上前劝慰，小平突
然身体后仰。向绍彬眼疾手快冲上前拉住小平的一只手，
周某也拉住小平另一只手，但几番挣扎下来，小平还是挣
脱了。向绍彬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进江中施救。相关救
援力量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展开搜救，但夜色太暗搜寻困
难，落水的两人早已不见踪影。

经全力搜救，次日凌晨6时许，向绍彬与轻生者小平
的遗体被找到并打捞上岸，这位英雄小伙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34岁。

虽然未能成功救下轻生者，但向绍彬舍命一跃的精神
依旧感动了所有人。2024年9月14日，广东省开平市授
予向绍彬“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近日，2025年首次“中国好人榜”发布，向绍彬荣获
见义勇为“中国好人”称号。面对记者的采访，向启文紧
握手中的照片，眼中饱含热泪：“我儿子做得对，他是好样
的。我永远为他骄傲，为他自豪！”

“英雄小伙”向绍彬见义勇为

最后一跃
诠释人间大爱

向
绍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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